
  

 

 

 

  恐懼

如何有效

長期受到

Process 

訴求的

基於此

息會產生

  首先

其次，使

菸者相

者較關

的高低

  本研

為缺乏效

於提供

感。 

             
 

Apply

懼訴求是一

效設計恐懼

到重視的探

Model, EP

成敗係由個

一考量，本

生不同反應

先，標的群

使用非尼古

比，傾向具

注自己的健

。 後，個

研究的結果

效能感訊息

更多有關可

                  

應用

戒菸
ying Fear Ap

淡江大

淡江

一個被政府

懼訴求訊息

探討議題。因

PPM)的角度

個體對於威

本研究探討

應，其主要

群體愈易於受

古丁戒菸藥

具有更高的

健康，而青

個體差異對

果顯示，受

息而致戒菸

可用非尼古

                  ~

用恐懼

菸社會
ppeals in Sm

韓

大學公共行

林

江大學公共

府與非營利組

息，俾改變標

因此，本文試

度來探究戒菸

威脅事件的知

討標的群體如

研究發現有

受到吸菸危

藥物的標的群

的知覺效能感

青少年則是較

於知覺效能

受到威脅訊息

菸失敗。因此

古丁戒菸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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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訴求

會行銷
moking Cessa

韓 釗* 

行政學系 助

林詩堯 

共行政學系

組織廣泛運

標的群體的

試圖從延伸

菸計劃的成

知覺威脅感

如何與為何

有如下四項

危害者，其所

群體，與使

感。第三，

較在意其他

能感的影響

息而產生戒

此，在設計

物的訊息，

           

求強化

銷設計
ation Program

助理教授 

碩士 

運用以說服標

的態度、意圖

伸平行過程模

成效。依據

感及知覺效能

何對運用恐懼

： 

所產生的知覺

使用尼古丁替

就威脅訊息

他人對其吸菸

響並不顯著。

戒菸動機的標

計戒菸宣導活

俾能提昇標

    專 論

m Design 

標的群體的

圖與行為，

模型(Extend

EPPM 的觀

能感二者共

懼訴求的戒

覺威脅感程

替代療法或

息的內容而

菸之反應及

。 

標的群體，

活動時，應

標的群體的

論 一 

的策略，而

則是一項

ded Parallel 

觀點，恐懼

共同決定。

戒菸計畫訊

程度愈高。

或意志力戒

而言，年長

及香菸價格

往往是因

應將重點置

的知覺效能



      專

壹、前

  社

改或放棄

Donovan

個健康和

大眾的支

換價值

「價值

& Zaltm

  長期

採取積極

體排放

會生活

律和逆行

環境產

(fear app

恐懼訴求

已獲致相

提倡騎機

在，有

鐘護一生

略宣導有

或實務工

視。 

  然而

菸害防

據一項後

感不足所

議。反

建議。

行為的改

害亦具有

專 論 一 

前言 

會行銷是指

棄某種行為

n (2003)則指

和理想的生

支持是一種

」來達成。

」能被其認

man, 1971)。

期以來，政府

極作為協助

，期能影響

。Amir and

行銷(demar

生負面衝擊

peals)。Has

求健康議題

相當成效。

機車要戴安

疫苗」，愛

生」，以及戒

有關健康議

工作，均應

而，儘管過去

治工作卻依

後設研究的

所致，故在

之，若標的

因此，唯有

改變(Witte 

有相當重要

指利用行銷

為，造福個

指出，社會

生活模式。

種與其交換

。基此，一

認知為重要需

 

府和非營利

助吸菸者戒

響社會大眾

d Udi (2009)

rketing)等途

擊的行為，

stings, Stead

題上，如：勸

。就我國而

安全帽的「騎

滋病預防

戒菸「菸不

議題的活動

應對運用「

去對於恐懼

依然是有效

的發現，一

在標的群體

的群體並未

有伴隨著高

& Allen, 20

要之意義， ~

銷的原則和技

人、群體或

會行銷須關注

從社會行銷

的過程，必

一個 基本的

需求、欲望

利組織廣泛運

戒菸、阻止愛

眾改變態度與

)針對此一趨

途徑，試圖勸

在其經常

d, and Webb 

勸阻危險駕

言，過去推

騎車戴安全

「愛之就不

不上身，健康

。因此，Ra

恐懼(fear)」

懼訴求在戒菸

效減低國家經

一般人之所以

體產生強烈的

未產生強烈的

高度效能感訊

000)。鑒於菸

故本研究的~ 4 ~ 

技巧來影響

或整個社會

注促成社會

銷(social ma

必須透過有形

的行銷原則

望或考量，否

運用社會行

愛滋病蔓延

與行為，從

趨勢指出，

勸阻社會大

常使用的工具

(2004)亦表

駛、危險性

推動在酒後

全帽，生命有

不要愛滋」，

康一生」等

ay and Wilk

」作為一種

菸議題方面

經濟與生命

以戒菸失敗

的知覺效能

的知覺效能

訊息的恐懼

菸害乃是國

的主要目的

響標的群體自

(Kotler & L

會結構性因素

arketing)的角

形或無形的

則指出，除非

否則將無法

行銷等工具推

延、推動垃圾

從而營造更健

公共政策決

大眾消費某些

具中 受重

表示，社會行

性行為及毒品

後駕車「喝得

有保障」，疫

婦女子宮頸

等活動，都屬

kie (1970)強調

種行銷與宣導

面之有效性所

命財產損失的

敗，往往是由

能感時，其較

能感，則其較

懼訴求，才能

國人的健康殺

的即針對運用

自願接受、

ee, 2008)。H

素的變化，

角度來看，

的回報，或是

非使標的群

法令其發生改

推動社會變

圾減量及減

健康的社會

決策者利用

些有害產品

重視者乃是

行銷人員熱

品與香菸成

得醉醉，撞

疫苗接種推

頸抹片檢查

屬於運用恐

調，無論學

導訴求的手

所進行的研

的重要項目

由於恐懼訴

較能接受訊

較不易接受

能刺激態度

殺手，而有

用恐懼訴求

拒絕、修

Henley and 

俾營造一

得到社會

是一種「交

群體獲得的

改變(Kotler 

變革計畫，

減少溫室氣

會環境與社

用經濟、法

品或做出對

是恐懼訴求

熱衷於運用

成癮方面，

撞的碎碎」，

推廣「好家

查的「六分

恐懼訴求策

學術研究抑

手段給予重

研究甚多，

目之一。根

訴求的效能

訊息中的建

受訊息中的

度、意圖和

有效防治菸

求於戒菸議



  

題時，探

功率的

戒菸活

經濟負擔

以導引研

  一

  二

  三

  在資

參與戒菸

行深度訪

貳、恐

  恐懼

面驅力而

的看法

描繪某種

行動建議

一、恐

  恐

system)控

行動(Ek

誘訊息

另一方

1992)。

焦慮、不

對於大

能導致

起標的群

相關研

們傾向

探討其鼓勵

恐懼訴求架

動之參考，

擔有所貢獻

研究方向的

、何種類型

、何種類型

高？ 

、如何針對

資料蒐集方

菸班或網路

訪談的對象

恐懼訴求

懼訴求研究

而促使標的

，有效的恐

種特定威脅

議，使之能

恐懼訴求的

懼是人類與

控制，俾針

kman, 1999)

，一方面描述

面並鼓動標

在恐懼訴求

不舒服、想

多數的人來

的危險，故

群體恐懼的

究亦發現，

向依據恐懼

勵戒菸成功

架構設計之

，俾有助於

獻。  基

的進行與研

型的威脅訊

型的效能感

對個體差異

方面，本研

路徵求自願

象，了解戒

求機制與

究大多從學

的群體採取

恐懼訴求應

脅以引發其

能藉以消除

的定義 

與生俱來的

針對環境中

)。恐懼訴求

述特定威脅

標的群體採

求的研究中

吐的程度，

來說，由於

故行銷人員

的情緒反應

，只要某種

訴求訊息 ~

功與失敗原因

之對策，期能

於提昇戒菸成

基於上述研究

究焦點的凝

息內容，所

感訊息內容

設計戒菸議

研究將以深度

者，戒菸成

菸成功與失

EPPM 的

學習理論的觀

行動的現象

應至少包含以

其恐懼；第二

威脅、紓解

的一種基本情

的各種可能

求則是針對人

脅可能造成的

採取特定行動

中，恐懼通常

因而令其產

於恐懼行為會

乃試圖利用

，進而影響

種威脅事件能

中所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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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何，並

能供作國民

成功率，而

究目的，本

凝聚： 

所引發標的

，所引發標

議題，以提

度訪談方式

成功案例 15

失敗是否受

的關鍵變項

觀點切入，

象(Witte, 19

以下兩類資

二類資訊則

解恐懼(Lenn

情緒，由自

能威脅，迅

人類的恐懼

的可怕情事

動以消除其

常是衡量訊

產生想逃避

會促使他們

用這種關係

響其行為產生

能夠激發標

的解決方案

           

並據以提出如

民健康署及相

而能對增進國

本研究擬定下

群體知覺威

標的群體知覺

提升其有效性

式進行，透過

5 個、戒菸

到恐懼訴求

項 

探討以誘發

98)。基於經

資訊：第一類

則是對標的群

non, Rentfro

自律神經系

迅速採取維持

懼情緒，利用

事以引發標的

其所畏懼災

訊息接收者在

避威脅事件的

們設法消除或

係，藉凸顯有

生改變(Hen

標的群體的恐

案而採行對

    專 論

如何有效提

相關非營利

國民健康，

下列三項研

威脅感程度

覺效能感訊

性？ 

過理論抽樣

菸失敗案例

求訊息內容

發恐懼的訊

經由學習以

類資訊是向

群體提供有

o, & O'Leary

統(autonom

持生存所必

用經過精心

的群體的恐

禍的發生機

在感到驚嚇

的情緒(Izar

或對付威脅

有危險的威

nley & Dono

恐懼感，即

對應行動(M

論 一 

提升戒菸成

利組織推動

降低社會

研究問題，

度較高？ 

訊息程度較

樣邀請曾經

15 個為進

容所影響。

訊息製造負

以改變行為

向標的群體

有效的因應

y, 2010)。

mic nervous 

必要的反應

心設計的勸

恐懼反應，

機會(Witte, 

嚇、緊張、

rd, 1977)。

脅事件所可

威脅事件喚

ovan, 2003)

即可能使他

Maddux & 

。



      專

Rogers, 

  根據

息，內

身上。

的威脅

另一方

言，運

非營利

於推銷各

社會團

1995)。

題，如

食習慣

恐懼訴

很大程度

標的群體

二、恐

  研

四種以上

屬 集 合

(fear-as-

眾 家 之

EPPM)(

三項關鍵

efficacy)

予以扼要

  (一

對於威

susceptib

脅所產

是指該威

很高的時

專 論 一 

1983; Witte

據 Witte(19

容描述如果

」本研究綜

訊息，一方

面鼓勵標的

用引發恐懼

組織 常用

各種商品與

體亦不時將

另外，恐懼

：戒菸、愛

、酒駕等等

求乃是一種

度上係取決

體的個體差

恐懼訴求關

究恐懼訴求

上(Williams

合 「 平 行 過

-acquired dr

之 長 建 構 而

(Witte, 1998

鍵因素的影

)。其中，恐

要闡述：

一)知覺威脅

脅的知覺嚴

bility)兩個面

生的預期危

威脅會發生

時候，人們

e, 1992)。 

992)所提出之

果人們不做

綜合相關文獻

方面藉由描

的群體採取

懼的溝通訊

用且相當受

與服務方面

將嚇唬人們

懼訴求也常

愛滋病預防

等(Freimuth, 

種有效的說

決於其中的

差異而規劃

關鍵變項 

求的理論與

s, 2012)。在

過 程 模 型

rive model)」

而 成 的 延 伸

8)。依據延伸

影響，即：恐

恐懼之內涵

脅：人們對一

嚴重性(perc

面向所組成

危害程度所

生的可能性

們 有動力 ~

之恐懼訴求

做訊息中所提

獻之內容，

描述可能出現

取特定的行動

訊息來促使社

受歡迎的說服

面，政治人士

們遵守特定行

常被公共衛生

防、乳房自我

Hammond, 

說服途徑。不

的威脅與效能

不同的設計

與模型立論重

在各種理論模

(parallel pr

」及「保護

伸 平 行 過 程

伸平行過程

恐懼、知覺威

涵已如前述

一項存在或虛

ceived sever

成。其中，知

所帶來後果的

性程度高低

去降低風險~ 6 ~ 

求定義，「恐

提出的建議

將恐懼訴求

現的恐怖結

動以避免其

社會大眾行

服策略之一

士、醫生、

行為規範當

生專家廣泛

我檢查、藥

Edgar, & M

不過，一個

能感訊息內

計內容。 

重點互有差

模型中，論

rocess mod

護動機理論(

程 模 型 (Ex

程模型(參見

威脅(perceive

，故以下僅

虛構的威脅

rity)與對於

知覺嚴重性

的嚴重性程

。一般而言

險(Witte, 199

恐懼訴求係藉

議，可怕的事

求定義為：

結果引發標的

其所畏懼的災

行為改變，可

一。因此，恐

教師、家長

當作有力工具

泛運用以解決

藥物使用、青

Monahan, 199

個恐懼訴求訊

內容如何設計

差異，文獻中

論述較周延且

del) 」、「 習

(protection m

xtended Par

見圖 1)，恐懼

ed threat)與知

僅對知覺威脅

脅所形成的

於威脅的知覺

性係指恐懼訴

程度高或低

言，當嚴重性

92)。 

藉由設計一

事情將會發

「經由提供

的群體的恐

災禍發生。

可說是當前

恐懼訴求不

長、警察，

具(Witte &

決迫切的公

青少女懷孕

90)。由此可

訊息的成功

計，以及是

中可列述者

且邏輯相對

習 得 恐 懼 驅

motivation th

rallel Proce

懼訴求的效

知覺效能感

脅與知覺效

認知。知覺

覺發生機率

訴求訊息接

，而知覺發

性程度和發

一套說服訊

發生在他們

供精心設計

恐懼反應，

」一般而

前是政府或

不僅常被用

以及其他

& Morrison, 

公共健康問

孕、不良飲

可知，採用

功或失敗，

是否能針對

者至少達十

對嚴謹者應

驅 力 模 型

heory)」等

ess Model, 

效果會受到

感(perceived 

效能感二項

覺威脅是由

率(perceived 

接收者對威

發生機率則

發生機率都



  

  (二

應行動

(perceiv

知覺自我

的能力

回應方

為如果

夠避免威

故自我

Witte, 1

  近年

因多取

感與回應

或是壓抑

重性與知

之外，

訊息有助
 

訴求

效

二)知覺效能

動是否真有效

ved self-effic

我效能感亦

之看法，常

案之信心程

不履行或從

威脅的信心

效能感和回

992)。 

年來，有關

決於標的群

應效能感所

抑自己的恐

知覺發生機

相關研究也

助於判定其

求訊息內容

威脅

效能感

能感：人們對

效用)所形

cacy)與知覺

亦被稱為效

常被用以衡

程度高低。

從事行為將

心程度之高

回應效能感

關恐懼訴求

群體對知覺

所組成的知

恐懼反應(W

機率，比微弱

也指出，大

其有效與否

圖 1 恐

   資 ~

對恐懼訴求

成的認知

覺回應效能感

效能感期望

衡量個人對自

知覺回應效

將會導致的結

高低。由於每

感通常根據不

求的研究則更

覺威脅和知覺

覺效能感決

Witte, 1992)

弱的恐懼訴

大量的訊息特

(Keller & B

知覺威脅
˙嚴重性
˙發生機率

知覺效能感
˙回應效能
˙自我效能

無知覺威
無反應發

個別

恐懼訴求的

資料來源：

   

~ 7 ~ 

求者所建議

。知覺效能

感(perceived

，是指對一

自己是否有

效能感則係

結果，即：

每一個行為

不同情況而

更進一步提

覺效能感兩

決定標的群

。強烈的恐

訴求更具說

特點以及針

Block., 1996)

率

感
能感
能感

恐

威脅
發生

別差異

的延伸平行過

Han (2014,

           

議的回應行

能感又可分

d response ef

一個人對其自

有能力執行訴

係源於預期結

一個人對於

為總是有其特

而有所差異(

提出，恐懼訴

兩個面向的評

群體是採取控

恐懼訴求產生

服力(Witte 

針對個別差異

)。 

差恐懼

過程模型

, p. 184) 

    專 論

行動有效性

分為知覺自

fficacy)二部

自身履行或

訴求訊息中

結果的概念

於建議的回

特定的課題

(Strecher et 

訴求成功或

評估，並由

控制威脅的

生較高程度

& Allen, 20

異所設計的

差距

危險
(採

恐懼
(壓

論 一 

(無論該回

我效能感

部分。首先

或從事行為

中所建議的

念，預期認

回應是否能

題和情況，

t al., 1986; 

或失敗的原

由自我效能

的危險，抑

度的知覺嚴

000)。除此

的恐懼訴求

險控制反應
採取行動)

懼控制反應
壓抑恐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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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P

  EP

標的群體

行動者則

回應」應

無回應

回應。E

以 Leve

解釋架

(Witte, 

理論模

應。另更

會運作成

  依據

訊息內容

  (一

恐懼情緒

脅(即：

事件。

度、意

  (二

因而產

此時，如

他們也有

他們即傾

  (三

回應效

時，他們

於消除他

  依據

件： 

  (一

專 論 一 

PPM 之理論

PPM 與其他

體接收恐懼

則率皆歸類

應該分為兩

；另一種應

EPPM 整合並

enthal (1970

架構，並且辨

1994, 1994)

型，解釋

更參考 Rog

成功，乃形

據 EPPM 的

容進行評估

一)無反應：恐

緒。威脅訊

低發生機率

易言之，由

圖或行為的

二)危險控制

生高知覺發

如標的群體

有能力去執

傾向採取控

三)恐懼控制

能感)和／或

們因無力消

他們自身的

據上述有理

一)恐懼訴求

論架構及運

他先前的恐懼

懼訴求的消

類為「無回應

兩個類別：

應該是標的

並延伸之前

0)的平行過

辨別了認知

)。除此之外

「何時」和

gers (1975)的

形成所謂的

的理論主張

估，並可能

恐懼訴求訊

訊息內容被

率與低嚴重

由於標的群

的變化。 

制反應：當威

發生機率及

體相信訴求

執行回應建

控制危險的

制反應：標的

或他們自己

消除威脅，

的恐懼情緒

理論架構之

求的成功或失 ~

運作 

懼訴求理論

消息後，採納

應(no-respo

一種是標的

的群體採取恐

前的觀點來解

過程模型構成

知(cognition

外，EPPM 並

和「為何」恐

的保護動機

危險控制反

張，標的群體

導致以下三

訊息中所提出

標的群體認

重性)時，標的

體根本無視

威脅被描繪成

及高知覺嚴重

求訊息中所提

議以對抗威

行動，並自

的群體懷疑

己是否能夠做

故唯有轉為

方面。 

之陳述可知

失敗，很大程~ 8 ~ 

論 顯著的區

納建議的反

nse)」的標

的群體無視

恐懼控制反

解釋恐懼訴

成理論基礎

n)和情緒(em

並納入及修

恐懼訴求運

機理論，解釋

反應。 

體會對恐懼

三種結果之

出之威脅訊

認為是自身

的群體不會

視於該恐懼

成讓標的群

重性時，標

提出的回應

威脅(即：高

自發地去想

疑回應中所提

做到回應的

為傾向控制

，一則有效

程度上係取

區別是，以前

反應，而其他

的群體。但

視恐懼訴求訊

反應，而不作

訴求的運作何

礎，採用了平

motion)在恐

修改 Janis (1

運作失敗，而

釋「何時」和

懼訴求訊息中

一(Witte, 19

訊息內容並未

身無關緊要或

會產生動機來

懼訊息內容，

群體感到嚴重

標的群體遂開

應建議能夠有

回應效能感

想辦法來消除

提出建議是

的建議(即：

制自己的恐懼

效的恐懼訴求

取決於恐懼訴

前的理論主

他未依建議

但在真實生活

訊息未感威

作任何行為

何時失敗與

平行過程模

恐懼訴求中

967)的習得

而稱之為恐

和「為何」

中威脅與效

992, 1998)：

未能引發標

或是微不足

來處理訊息

，故將不會

重且和自身

開始出現恐

有效避免威

感和高自我

除或減輕威

是否真的有效

低自我效能

懼，而將注

求訊息應具

訴求訊息如

主要集中在

議方案採取

活中，「無

威脅而真正

為改變的無

與何失敗，

模型中整體

中影響過程

得恐懼驅力

恐懼控制反

恐懼訴求

效能感兩類

： 

標的群體的

足道的低威

息中的威脅

會有任何態

身息息相關

恐懼情緒。

威脅，同時

效能感)，

威脅。 

效(即：低

能感)。此

注意力專注

具備以下要

如何設計以

，



  

及是否針

  (二

效能感與

  (三

應或恐懼

危險(危

  (四

的群體

的恐懼訴

恐懼訴求

  (五

應。 

參、恐

  在政

視的項

龐大的損

沉重成

死亡原

容普遍存

全的行為

一、恐

  在

體產生

激群眾而

  (一

害的高度

常高，

  (二

所建議

單易行

  從

針對標的群

二)有效的恐

與回應效能

三)知覺嚴重

懼反應的強

危險控制反應

四)高威脅／

會傾向接受

訴求訊息則

求訊息。

五)低威脅的

恐懼訴求

政府設法解

目之一。一

損失。例如

本，其代價

因，戒菸實

存在著一個

為(Job, 198

恐懼訴求在

戒菸議題的

高度的知覺

而促成其態

一)試圖引起

度機率，如

因而此項威

二)提供具體

的行為將可

的。例如，

過去的恐懼

群體個別差

恐懼訴求訊息

能感。 

重性與知覺發

強度。回應

應)，或者控

／高效能恐懼

受訊息中所

則引發標的

的恐懼訴求訊

求與戒菸

解決的諸多

一般而言，

如，Nancy (

價將是得到

實際上對每

個以恐懼為

8; Tay & W

在戒菸議題

的運用中，

覺嚴重性、

態度、意圖

起吸菸者恐懼

如：吸菸會

威脅是具有

體的安全行動

可以有效的

，不要吸菸

懼訴求研究 ~

異而納入不

息必須具備

發生機率決

應效能感與自

控制自己的

懼訴求訊息

所提出之建議

的群體的恐懼

訊息則會使

議題 

多社會問題中

吸菸不僅危

(2012)依其研

到與吸菸相關

每一個吸菸者

為基礎的勸說

Watson, 2002)

題中的運用

恐懼訴求通

知覺發生機

和行為的改

懼感的威脅

會導致癌症發

高度嚴重性

動建議以增

的避免威脅

，得到癌症

究可以發現

   

~ 9 ~ 

不同的設計

備四項要素

決定標的群體

自我效能感

的恐懼(恐懼

息將引發標的

議，以消除

懼控制反應

使標的群體

中，菸害乃

危害個人身

研究發現指

關的疾病，

者都有益處

說手段，試

)。 

用 

通常提供兩

機率、自我

改變： 

脅訊息：強調

發生機率大

性的。 

增強吸菸者改

，以及建議

症的可能即

，一則恐懼

           

計考量。 

，即：嚴重

體反應程度

感則決定標的

控制反應)

的群體的危

除心中恐懼

應，此時標的

體對該恐懼訴

乃是一項攸關

身體健康，並

指出，菸害問

而吸菸卻是

處。事實上

試圖說服標的

兩種類型的訊

我效能感與回

調在吸菸者身

大增，而且由

改變行為的

議的行為對訊

會大幅降低

懼訴求訊息的

    專 論

性、發生機

度，也就是危

的群體是否

。 

危險控制反應

。高威脅／

的群體將會

訴求訊息無

關全民健康

並會造成社

問題讓國民

是可加以預

，各項健康

的群體採取

訊息，以便

回應效能感

身上發生嚴

由於癌症之

的效能感訊息

訊息接收者

低。  

的成功或失

論 一 

機率、自我

危險控制反

否試圖控制

應，這時標

／低效能感

會傾向逃避

無感且無反

康而不容忽

社會經濟的

民健康付出

預防的導致

康宣導的內

取健康和安

便讓標的群

感，藉此刺

嚴重痛苦傷

之死亡率非

息：訊息中

者來說是簡

失敗往往受



      專

到許多

中的建議

息中的建

的改變

高威脅

的健康教

煙行為

二、戒

  多數

者試著

左右。戒

處理壓力

及精神上

中更明確

效能感

度，亦

則會影

應或是採

覺效能感

標的群體

求刺激態

時，分

失敗原

  (一

尼古丁

進入肺部

與認知功

遞質的

問題。

者對尼

大多數

  國

專 論 一 

因素所影響

議；反之，

建議。Witt

，特別是伴

的恐懼訴求

教育方法比

，亦即標的

戒菸失敗的

數吸菸者都

尋求幫助，

戒菸意味著

力，以及社

上的壓力時

確指出，恐

兩個面向的

即標的群體

響標的群體

採取恐懼控

感時(包括回

體並未產生

態度、意圖

別陳述包括

因： 

一)回應效能

，又稱作菸

部黏膜吸收

功能產生影

釋放，加強

戒菸首先要

古丁的依賴

的吸菸者面

民健康署所

響，其中當

，當標的群

te and Allen

伴隨著高度

求訊息，有

比起標準的

的群體戒菸

的最大原因

都會說，他

， 後戒菸

著放棄了一種

社交活動(W

時，是不太

恐懼訴求成

的評估。其

體將採取危

體對恐懼訴

控制反應。

回應效能感

生強烈的知

圖和行為的改

括回應效能

能感不足：尼

菸鹼，是菸

收，影響中樞

影響，同時

強吸菸的欲

要面對的就

賴，對付尼

面對尼古丁

所提供給戒 ~ 

當標的群體產

群體並未產生

n (2000)即指

度效能感訊息

有助於戒菸行

的門診訊息和

和／或使用

因 

他們想戒菸

菸通常失敗

種吸菸習慣

etter et al., 2

可能成功戒

成功或失敗的

其中，知覺威

危險控制或是

訴求的反應意

Witte (1994

感與自我效能

覺效能感時

改變效力亦

能感與自我效

尼古丁成癮是

菸草中的主要

樞神經系統

時結合腦中尼

欲望。對於想

就是尼古丁戒

尼古丁戒斷症

成癮時，戒

戒菸者面對尼10 ~ 

產生強烈的

生強烈的知

指出，恐懼

息的恐懼訴

行為的產生

和建議，會

用戒菸方法

。許多人也

。在台灣，

慣或社會上和

2004)。當吸

戒菸的。Wi

的原因取決

威脅將影響

是恐懼控制

意向，亦即

4)進一步強

能感)，較能

時，則較不

亦相對偏低

效能感二者

是一個為什

要成份，具

統，並在 7∼
尼古丁受體

想要戒菸的

戒斷症候群

症狀，拒絕

戒菸都是失

尼古丁成癮

的自我效能感

知覺效能感時

懼訴求能刺激

訴求。另外

生。研究結果

會使懷孕的婦

法需量身定做

也都試圖這樣

戒菸成功機

和心理上的

吸菸者面對強

itte (1992)在

決於標的群體

響標的群體對

制反應的強烈

即標的群體將

強調，當標的

能接受訊息

不易接受訊息

。以下將就

者的知覺效能

什麼嘗試戒菸

具有成癮性∼10 秒鐘迅速

體，這會觸發

的人來說，這

群，要達成戒

絕一切和吸菸

敗的。 

癮主要方式有

感時，較能

時，則較不

激態度、意

，像是「死

果也表明，

婦女更有效

做，才能增

樣做，但很

機率平均只

的好處，例如

強大的尼古

在其 EPPM

體對知覺威

對恐懼訴求

烈程度；知

將會採取危

的群體產生

中的建議。

息中的建議

就戒菸議題運

能感不足時

菸失敗的重

。尼古丁經

速到達腦部

發多巴胺和

這是一個相

戒菸，必須

菸有關的行

有醫療戒菸

能接受訊息

不易接受訊

意圖和行為

死亡」這類

量身訂做

效地改變吸

增加功效。

很少有戒菸

只有三成五

如：放鬆、

古丁成癮以

理論闡述

威脅和知覺

求的反應程

知覺效能感

危險控制反

生強烈的知

。反之，當

議，恐懼訴

運用 EPPM

時導致戒菸

重大原因。

經由吸菸後

部，對情緒

和其它神經

相當嚴肅的

須克服吸菸

行為，但絕

菸方式與尼



  

古丁替代

時未藉

行動之

基礎的

丁戒斷症

吸菸者使

二分之

動，增加

貼片(ni

入劑(ni

  (二

戒菸了

以往人們

不安、焦

斷症候群

上，吸菸

還會因為

  EP

效能感

研究涉及

間的互

了高威脅

供高度效

身也具

危險控

懼訴求

戒菸方法

三、國

  在許

健康的

並且利用

& Frank

代療法兩種

由治療療程

一。經由一

治療，包括

症狀的身體

使用尼古丁

一到三分之

加戒菸成功

cotine patch

cotine inhale

二)自我效能

的人因為認

們普遍相信

焦慮、不悅

群」，讓吸

菸只能暫時

為擔心「吸

PPM 測試恐

訊息之外，

及到戒菸和

動。從以上

脅訊息內容

效能感訊息

備能力做的

制或是恐懼

除了具備高

法也是相當

國民健康署

許多國家中

危害，採取

用各種的策

ke, 1991; Sa

種。首先，

程，但以醫

一個簡單的

括：藥物治

體不適，並

丁替代療法

之一，可以

功的機率。

h)與短期療效

er)、尼古丁

能感不足：吸

認為吸菸會

信吸菸可以

悅、沒有耐

菸者誤認為

時減緩「戒斷

吸菸危害健

恐懼訴求訊息

，自我效能

和使用藥物

上論述可以

容之外(例如

息內容(例如

的到恐懼訴

懼控制反應

高度威脅訊

當重要的。 

署推動戒菸

中，政府致

取監管措施

策略和手段

affer & Chal ~ 

統計資料顯

醫療保健來治

的介入，醫生

治療與行為上

能抑制吸菸

(NRT)戒菸

以改善戒菸時

常見的尼

效的產品尼

丁口含錠(ni

吸菸者常常將

會幫助他們舒

以減緩壓力是

耐性、注意力

為「只要吸

斷症候群」

康」而更增

息中威脅與

能感可以促進

物戒菸，須要

以發現，一則

如：吸菸使得

如：所提供的

訴求訊息中所

應產生重大影

訊息內容之外

菸的相關措

致力於減少吸

施勸阻社會大

來遏制吸菸

loupk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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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雖然

治療吸菸者

生可以促使

上的支持，

菸的欲望(N

時，補充尼

時的戒斷症

尼古丁替代

尼古丁咀嚼

icotine lozen

將抽菸視作

舒緩情緒，

是錯誤的。

力不集中、

吸菸就可以解

，不但無法

增加更多壓

與效能感效果

進對戒菸的

要檢驗訊息

則恐懼訴求

得致癌機會

的戒菸方法

所提出之建

影響。換句

外，提供給

措施 

吸菸的努力

大眾吸菸以

菸，包括禁止

0)等干預措

           

然三分之二的

者對煙草依賴

使吸菸者戒菸

而藥物治療

Nancy, 2012)

尼古丁到原本

症狀，降低戒

代療法是結合

錠(nicotine 

nge)等。 

作調節壓力

以致又重新

由於戒菸後

飢餓感、渴

解除不舒服

法紓解日常生

壓力以及更焦

果的影響，

的態度意向和

息中回應效能

求運用在戒菸

會大增，癌症

法是有效的

建議方案)會

句話說，一則

給標的群體感

力，常利用反

以降低吸菸所

止吸菸宣導

措施。因此

    專 論

的吸菸者於

賴性卻是

菸，並給予

療確可有效

。其次，研

本吸菸時血

戒菸時想要

合長期療效

gum)、尼古

的方法，故

新開始吸菸

後會出現短

渴求使用菸

服的戒斷症狀

生活中的壓

焦慮。 

除了威脅訊

和程度。因

能感和自我

菸的宣導訊

症會使人死

，而標的群

會對標的群

則有效戒菸

感覺到高度

反菸宣傳凸

所構成的健

導，提高價格

，社會行銷

論 一 

於嘗試戒菸

具效益的

予以佐證為

效減輕尼古

研究指出，

血中濃度的

要吸菸的衝

效的尼古丁

古丁口腔吸

故很多已經

菸。然而，

短期的躁動

菸品等「戒

狀」。事實

壓力，甚至

訊息、回應

因此，未來

我效能感之

訊息中，除

死亡)等，提

群體認為自

群體將採取

菸議題的恐

度效能感的

凸顯吸菸對

健康風險，

格(Andrews 

銷和立法結



      專

合被認

Jones, 2

策常使

這些政

Peterson

  綜合

  (一

面，除

示。在加

吸菸之

品促銷或

亦修正菸

  (二

吸入再慢

第三式

臉；立刻

  (三

尼古丁替

含錠等

  (四

Varenici

丁和受體

都是作

不想吸菸

肆、戒

  綜觀

讓民眾

內容中

面結果

一、標

  不

專 論 一 

為是 好的

2011)。鑒於

用課徵菸品

政策以及社會

n, 1996)。

合而言，衛

一)菸害防制

要求菸品包

加強保護胎

範圍，並禁

或廣告方面

菸品健康福

二)宣導戒菸

慢慢吐出。

，活動一下

刻感覺神清

三)尼古丁替

替代品包括

。 

四)非尼古丁

iline。Bupr

體結合，使

用在大腦的

菸，因此會

戒菸議題

觀國內禁止

了解吸菸所

的威脅訊息

的嚴重性程

標的群體的

同標的群體

的塑造環境

於戒菸計畫

品福利健康

會規範使得

衛生福利部

制法：一方面

包裝印製警

胎兒及青少

禁止任何人

面，除禁止消

福利捐課徵

菸四式－菸品

第二式，喝

下；用力伸

清氣爽，精

替代療法：尼

括尼古丁咀

丁替代藥物

ropion會增加

使吸菸者不

的藥物，使

會在戒菸日

題與知覺

止吸菸之干

所帶來的各

息後，將對

程度高低，

的知覺威脅

體在接收戒 ~ 

境途徑，使標

畫一直是公共

康捐、擴大禁

得吸菸行為

國民健康署

面擴大禁菸場

警示文字外

少年健康方面

人提供菸品給

消費者可直接

法源及調漲

品替代法：

喝杯冷水；可

展四肢，做

神馬上來。

尼古丁替代藥

咀嚼錠、尼古

：目前國內

加多巴胺濃

不會想吸菸

使用時要逐漸

之前就自然

威脅感激

干預措施，主

各種負面結果

對威脅產生其

如：吸菸對

脅嚴重性

戒菸議題中威12 ~ 

標的群體很

共衛生所努

禁菸區域、

為變得難以

署所提供的

場所範圍，

，並須增列

面，菸害防

給青少年。

接取得菸品

漲機制。 

第一式，深

可滋潤喉嚨

做擴胸運動

。 

藥物成分都

古丁口腔吸

內有兩種非

濃度，使心情

，即使吸菸

漸增加劑量

然戒菸。 

激發 

主要係透過

果。當標的

其知覺威脅

對身體造成

威脅訊息內

很容易改變

努力的重要面

藉由大眾傳

以被社會大

戒菸方法可

另一方面則

列六則圖像及

防制法的修法

在加強管制

品之開放式貨

深呼十次；想

嚨，又可有效

動及原地跳躍

都是尼古丁

吸入劑、尼古

非尼古丁藥物

情變好。V

菸感受也變得

量，有些人在

過各項活動提

的群體接收來

脅嚴重性，也

成的病變及副

內容所產生的

變他們的行為

面向，過去

傳播媒體宣

眾所接受(

可分以下諸

則在健康警

及戒菸相關

法更將孕婦

制販售菸品

貨架之販售

想吸菸時，

效抑制吸菸

躍。第四式

，目前國內

古丁貼片、

物，即：Bu

arenicline會

得沒那麼好

在使用這些

提供宣導威

來自於恐懼

也就是吸菸

副作用嚴重

的知覺威脅

為(Hoek & 

去禁菸的政

宣傳，藉由

(Breslau & 

諸端： 

警告標示方

關資訊的標

婦納入不得

品場所及菸

售方式外，

將氣深深

菸之欲望。

式，清水洗

內所使用的

尼古丁口

upropion與

會阻斷尼古

好。這兩者

些藥之後會

威脅訊息，

懼訴求訊息

菸所帶來負

重性程度。

脅嚴重性亦



  

有所差

向之四種

  (一

抵具有

吸菸者

危害，

吸菸者

產生病變

第三，

體健康

抽菸，

生高度

度是相

害家人健

菸所帶

實發生

覺威脅發

  (二

多在意

癌症是

引起吸菸

以外，

種情況

句話說

不過，癌

其威脅

並非百分

  (三

菸害防

所全面

被處以罰

及調漲機

脅訊息

異，以下分

種不同高低

一)高度知覺

以下三種特

對於威脅訊

並且已經成

對於周遭親

變之嚴重性

吸菸者本身

危害之外，

二手菸害將

知覺威脅嚴

當高的，無

健康將造成

來的負面結

；吸菸者本

發生機率程

二)高度知覺

身體病變但

常見到的

菸者的恐懼

在戒菸議題

下，標的群

，吸菸者認為

癌症雖然帶

可能是以後

分之百。

三)低知覺威

制法中的強

禁菸，故公

罰鍰等手段

機制的實施

內容，而這

分別依標的

低組合加以

覺威脅嚴重性

特性之一。

訊息內容感

成真。其次

親友身體危

性是相當高

身懷孕或是

，也擔心影

將對胎兒成

嚴重性以及

無論是自身

成難以彌補

結果發生機

本身或是家

程度達到

覺威脅嚴重性

但卻認為發

的威脅訊息

懼，進一步

題中也強調

群體產生高

為得到癌症

帶來嚴重性

後老了才會

威脅嚴重性－

強制禁菸規

公共場所禁

段做為主要

施，係以強

這對吸菸者 ~ 

的群體的知覺

敘述。 

性－高度知

首先，吸菸

感到高度知覺

次，吸菸者周

危害感同身受

的，並且也有

是家人懷孕

影響胎兒健康

成長產生嚴重

及高度知覺威

身或親友有吸

補的傷害，此

機率是相當高

家人已經懷孕

高。 

性－低度知

發生在其身上

息內容，政府

步採取戒菸行

調宣導吸菸引

高度知覺威脅

症以及其它身

性甚高的危害

會發生，且其

－高知覺威

規定及菸品價

禁止吸菸除了

要的威脅訊息

強調吸菸者與

者所造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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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威脅嚴重

知覺威脅發生

菸者本身身

覺威脅嚴重

周遭親友身

受，認為同

有很高的機

。在這種情

康，認為本

重危害。在

威脅發生機

吸菸行為而

此時知覺威

高的，自身

孕，不戒菸

知覺威脅發生

上的機率不

府以及其它

行動。另外

引發許多其

脅嚴重性以

身體病變的

害，但因這

其危害雖比

威脅發生機率

價格。第一

了藉由教育

息內容。第

與無吸菸者

影響則已成

           

重性與知覺威

生機率：屬於

身體產生病變

重性，認為吸

身體產生病變

同樣都有吸菸

機率會和他們

情況下，吸菸

本身已懷孕或

在上述三種情

機率。由於身

而身體產生病

威脅嚴重性程

身或是親友身

菸將會影響胎

生機率：屬於

不高。例如

它非營利組織

外，除了癌症

其它身體病變

以及低度知覺

的危害嚴重性

這些危害並不

比無吸菸者得

率：此類標的

一，菸害防制

育宣導以外

第二，菸品健

者之間開銷的

成為事實。在

    專 論

威脅發生機

於此類的標

變。在這種

吸菸造成嚴

變。在這種

菸行為下，

們產生一樣

菸者除了害

或是家人懷

情況下，標

身體危害的

病變，以及

程度達到

身體產生病

胎兒健康，

於此類的標

，吸菸導致

織透過教育

症為主要的

變的危險。

覺威脅發生

性程度是相

不是現在就

得到的機率

的群體之注

制法實施室

，也以違法

健康福利捐

的差距做為

在以上兩種

論 一 

機率兩個面

標的群體大

種情況下，

嚴重的身體

種情況下，

親友身體

樣的病變。

害怕自己身

懷孕仍持續

標的群體產

的嚴重性程

及二手菸危

高。而吸

病變已經確

此時其知

標的群體大

致身體得到

育宣導試圖

的威脅訊息

在上述兩

生機率。換

相當高的。

就已發生，

率更高，但

注意焦點在

室內公共場

法吸菸者將

捐課徵法源

為主要的威

種情況下，



      專

標的群體

共場所

威脅嚴

明令公

已影響到

  (四

的威脅

是無關

菸。 

伍、標

  除

項是知

回應效能

一、藥

  非尼

戒菸門診

逐漸不

代物療法

  標

自我效

戒菸過程

之，標

是自己能

二、尼

  首先

不過，

感覺，

來吸收

貼片使

外對抗菸

專 論 一 

體乃產生低

室內全面禁

重性不比身

共場所室內

到標的群體

四)低度知覺

訊息內容無

緊要的低威

標的群體

了試圖引起

覺效能感。

能感以及自

藥物治療方

尼古丁替代

診藥物補助

想吸菸，因

法相比，藥

的群體對非

能感。就此

程所引起的

的群體認為

能做得到的

尼古丁替代

先，尼古丁

戒菸者表示

以致其抵抗

貼片中穩定

用時不能再

菸癮的效果

低度知覺威

禁菸以及菸

身體病變以

內禁菸，並

體的抽菸習

覺威脅嚴重性

無法引發標

威脅，嚴重

體的知覺

起吸菸者恐

。效能感涉

自我效能感

方式：標的

代藥物治療

助範圍，使

因此會在戒

藥物治療方

非尼古丁替

此藥物治療

的不適，故

為執行藥物

的。 

代療法：標

丁咀嚼錠是一

示其味道不

抗菸癮的效

定持續釋放

再吸菸，戒

果也不如藥 ~ 

威脅嚴重性以

菸價調漲等機

以及二手菸害

並實施調漲菸

慣。 

性－低度知

標的群體的恐

重性與發生機

效能感

恐懼感作為主

涉及到建議訊

兩個面向所

的群體知覺

療方式，為幫

使用時要逐漸

戒菸日之前就

式以口服方

替代藥物治療

療方式而言

故標的群體對

物治療方式是

標的群體知

一種咀嚼式

不佳，且由於

效果也隨著時

放出尼古丁

戒菸者若交際

藥物治療方式14 ~ 

以及高度知

機制雖然對

害等威脅來

菸價等措施

知覺發生機率

恐懼情緒，

機率程度皆

主要的威脅

訊息的有效

所組成。 

覺效能感

幫助成人戒

漸增加劑量

就自然戒菸

方式執行，

療方式表示

，由於透過

對其所產生

是簡單易行

知覺效能

式口香糖，透

於口腔會感

時間遞減。

，使血液中

際應酬仍需

式有效。第

知覺威脅發生

對於吸菸者產

來的高。在另

施，這些手段

率：在此種

標的群體對

皆低，故標的

脅訊息，恐懼

效性、可行性

程度＝高

戒菸的醫師處

量，吸菸者在

菸。與尼古丁

使用方法較

示出其高度知

過藥物抑制菸

生的有效性相

行的，而透過

感＝中度

透過口腔將尼

感到辛辣，使

其次，尼古

中維持平穩的

需抽菸則將降

第三，尼古清

生機率。一

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

段皆以開始

情況下，恐

對威脅訊息

的群體不會

懼訴求另一

性與難易程

高度 

處方藥物，

在使用這些

丁替代療法

較為簡單。

知覺回應與

菸癮，能夠

相信程度

過藥物的戒

度 

尼古丁釋放

使用久了常

古丁貼片係

的尼古丁濃

降低自我效

清口腔吸入

一方面，公

但其知覺

政府已經

始實施，並

恐懼訴求中

息內容認為

會有動機戒

一個關鍵變

程度，是由

並已納入

些藥之後會

法與菸品替

 

與高度知覺

夠有效降低

高。易言

戒菸方式也

放到體內。

常有噁心的

係透過皮膚

濃度。由於

效能感，另

入劑的使用



  

方式與

感相對於

  標

感： 

  尼

效能感

癮的替代

三、菸

  菸

等藉由

此種方

者對菸

  一

自我效

為所提供

能感比起

建議的

效能感相

陸、戒

  依據

體有效改

也才能

體，說

運用。 

一、個

  (一

威脅訊

的受訪者

  (二

病變危

吸菸類似，

於藥物治療

標的群體對尼

古丁替代療

相對較低。

代品，另外

菸品替代物

品替代物療

意志力方式

法雖然所需

品替代物療

般而言，標

能感。戒菸

供的方法並

起上述兩種

能力自覺程

相較上述兩

戒菸議題

據本研究的

改變戒菸行

增加其效果

明威脅與效

個體差異威

一)身體產生

息內容，年

者，超過 3

二)菸害防制

害這些類型

，但與上述

療方式不高

尼古丁替代

療法抵抗菸

。相較於藥

外其療法使

物療法：標

療法，常以

式來抑制菸

需費用較低

療法表示出

標的群體對

菸民眾對於

並無法真正

種戒菸方是

程度 低，

兩種戒菸方

題個體差

的訪談內容

行為，而針

果。以下將

效能感訊息

威脅訊息內

生病變危害：

年齡較大的

30 歲的吸菸

制法實施：在

型的威脅訊 ~ 

述兩種尼古丁

。 

代療法表示

菸癮的效果不

藥物治療方式

用上多所限

標的群體知

「菸品的替

菸癮以及對抗

低，但所提供

低度知覺回

對菸品替代物

於菸品替代物

正有效降低菸

是相對 低

認為所提供

法相對 低

異設計

容分析顯示

針對標的群體

將依受訪者年

息內容應如何

內容 

：在戒菸議題

的受訪者所產

菸者對於身體

在實施室內公

訊息內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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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替代品一

示出其中度知

不比藥物治

式，尼古丁

限制，降低

知覺效能

替代物」、「

抗戒菸過程

供的方法往

回應效能感

物療法表示

物療法避險

菸癮以及紓

。戒菸民眾

供的方法難

低。 

，量身訂做

體個別差異

年齡分為年

何針對個體

題中，對於

產生的知覺

體所產生病

公共場所全

引發年齡較

           

一樣，受訪者

知覺回應與

治療方式有效

丁替代療法只

低標的群體的

感＝低度

分散注意力

程中所出現的

往往難以在生

與低度知覺

示出其低度知

險回應有效性

紓緩尼古丁戒

眾對於自己執

難以在生活中

做的訊息與建

異設計威脅與

年長與年輕兩

體差異設計出

於身體產生病

覺威脅感較高

病變的恐懼

全面禁菸方

較大吸菸者對

    專 論

者描述對其

與中度知覺

效，標的群

只能做為一

的自我效能

度 

力」、「自我

的尼古丁戒

生活當中執

覺自我效能

知覺回應與

性相信程度

戒斷症狀，

執行菸品替

中實際執行

建議更能使

與戒菸方法

兩種不同類

出更有效的

病變危害這

高，相對於

比較高。 

面，相較於

對身體健康

論 一 

其知覺效能

覺自我效能

群體對回應

一個抵抗菸

能感。 

我提醒」等

戒斷症狀，

執行，受訪

能感。 

與低度知覺

度 低，認

其回應效

替代物療法

行，其自我

使得標的群

法的效能感

類型標的群

的恐懼訴求

這些類型的

於年齡較輕

於身體產生

康所產生的



      專

知覺威

較高。

近公害

在公共場

課徵法

的知覺威

二、個

  恐懼

威脅感

反應的

烈的知

感較能

相反地

提出的

行為的改

年齡較輕

  (一

的不了解

知覺效能

  (二

不足進

要戒菸時

  從

知覺效能

儘管標

敗。 

三、戒

  綜合

訊息內

菸議題

專 論 一 

脅感，菸害

由於吸菸者

而對社會大

場合吸菸而

源及調整機

威脅感。

個體差異效

懼訴求的研

的評估之外

強烈程度產

覺效能感時

引發戒菸者

，若是標的

建議。在戒

改變，進一

輕標的群體

一)年齡較大

解以及不知

能感進一步

二)年齡較輕

一步導致戒

時卻找不到

上述內容可

能感，不論

標的群體有受

戒菸議題個

合以上內容

容，可以針

中，針對不

害防制法則

者吸菸時製

大眾不利，

而感到不好

機制，亦以

效能感訊息

研究指出，

外，知覺效

產生重大的

時較能接受

者的危險控制

的群體未能

戒菸的議題

一步促使吸

體對效能感

大的戒菸者：

知道從何做

步使得吸菸

輕戒菸者：年

戒菸失敗。

到方法。 

可以發現，

論年齡輕與年

受到威脅訊

個體差異設

容所述，一

針對個體差

不同年紀的 ~ 

則是對年齡較

製造出的二手

故年齡較輕

好意思。其次

以年齡較輕

息內容 

恐懼訴求成

效能感對於標

的影響。由本

受訊息中所提

制反應過程

能產生強烈的

題中，高度效

吸菸者戒菸成

訊息知覺上

年齡較大的

做起，儘管威

者戒菸失敗

年齡較輕的受

因此，他們

吸菸者戒菸

年齡大的戒

訊息內容引

設計分析

一則戒菸議題

差異有不同的

的標的群體 16 ~ 

較輕的戒菸

手菸污染空

輕的戒菸者

次，在戒菸

，經濟狀況

成功或失敗

標的群體採

本文的文獻

提出的建議

程，此時標的

的知覺效能

效能感訊息

成功。以下

上的差異。

的受訪者經

威脅訊息引

敗。 

受訪者有很

們往往覺得

菸失敗原因

戒菸者，由於

引發其知覺威

題社會行銷

的設計藉以

，威脅與效

菸者所引發的

空氣危害他人

者常會在意他

菸議題中，對

況尚未能自主

敗的原因，除

採取危險控制

獻探討可知

議，而高知覺

的群體會傾

能感，則較不

息的恐懼訴求

下將分述戒菸

 

經常表示他們

引發吸菸者的

很大的原因也

得戒菸方法的

因 大的關鍵

於戒菸方法的

威脅感，但

銷運用恐懼訴

以提升其有效

效能感兩大面

的知覺威脅

人健康，行

他人眼光，

對於菸品健

主的學生傾

除了標的群

制反應抑或

，當標的群

覺威脅與高

向接受訊息

不容易接受

求運用，更

菸者中，年

們對於戒菸

的恐懼，但

也歸究於效

的資訊難以

鍵在於沒有

的效能感訊

但 終仍不

訴求，所提

效性。以下

面向訊息內

脅感程度比

行為上已接

較會對於

健康福利捐

傾向有較高

群體對知覺

或恐懼控制

群體產生強

高知覺效能

息的建議。

受訊息中所

更能夠刺激

年齡較大與

菸方法訊息

但是低度的

效能感訊息

以找到，想

有具備高度

訊息不足，

不免戒菸失

提出的訴求

下將分述戒

內容個體差



  

異設計

  (一

變危害

致癌症

知覺威

施後，

般除了較

是對菸

  (二

有顯著

法，以

的內容

有效戒菸

柒、結

  在

則預估

一。鑒

如何透

研究首

與知覺威

的群體

物戒菸

體知覺效

與年輕

群體所

成敗與否

  本研

的知覺威

替代療法

內容而言

反應及香

  依據

。 

一)威脅訊息

，故威脅訊

這些類型的

脅感程度比

禁止室內公

較在意吸菸

品價格調漲

二)效能感訊

的個別差異

致儘管恐懼

不足，使他

菸而未能引

結語 

二十一世紀

約有超過兩

於恐懼訴求

過恐懼訴求

先整理出標

威脅發生機

的知覺效能

方式，針對

效能感之高

戒菸者分別

需之知覺效

否，往往深

研究的發現

威脅感程度

法或意志力

言，年長者

香菸價格的

據以上研究

息：針對年齡

訊息內容設

的訊息，隨

比較高。在

公共場所吸

菸行為引起

漲所引發的

訊息：本研究

異。無論年

懼訴求訊息

他們在缺乏

引發其高度

紀的今天，

兩萬人死於

求已被廣泛

求方式提昇

標的群體對

機率，分析

能感方面，

對知覺回應

高低。 後

別容易受到

效能感進行

深受標的群

現主要有四

度愈高。(二

力戒菸者相

者較關注自

的高低。(四

究發現，由 ~ 

齡較大的戒菸

設計以身體產

隨著年齡的增

在另一方面

吸菸以及菸品

起他人觀感不

知覺威脅感

究發現，對於

年齡大小，標

息已有效引發

乏有效易行的

知覺效能感

菸害威脅全

於吸菸相關疾

泛運用於解決

昇其有效性

對身體產生病

析不同年齡群

分就尼古丁

應效能感和知

後，以年齡區

到何種威脅訊

行分析，而揭

體是否具備

項：(一)標

二)使用非尼古

比，傾向具

己的健康

四)個體差異

於目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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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者，因其

產生病變危

增長，吸菸

，年齡較輕

品價格調漲

不佳之外，

感較高。 

於想要戒菸

標的群體往

發他們的知

的戒菸方法

感，故 終

全球將近十

疾病，故菸

決迫切的公

，將是影響

病變危害及

群體的知覺

丁替代療法

知覺自我效

區別戒菸受

訊息激發其

揭示一則運

備充足且簡

的群體愈易

古丁戒菸藥

具有更高的知

，而青少年

異對於知覺效

府及非營利

           

其較在意吸菸

危害效果 佳

菸者對於這些

輕的戒菸者則

漲所引發的知

尚未具備經

菸的民眾而言

往往無法找到

知覺威脅感

法訊息的情況

終導致失敗。

十億人口的性

菸害防治實為

公共健康問題

響標的群體戒

及菸害防制法

覺威脅感程度

法、菸品替代

效能感進行分

受訪者之個別

其知覺威脅感

運用恐懼訴求

單易行的知

易於受到吸

藥物的標的

知覺效能感

年則是較在意

效能感的影

利戒菸團體在

    專 論

菸將導致身

佳。例如，

些威脅訊息

則是對菸害

知覺威脅感

經濟能力年

言，效能感

到一個有效

，但卻因效

況下，基於

。 

性命；在台

為當前政府

題，故戒菸

戒菸成敗的

法的知覺威

度高低。其

代療法及非

分析，以闡

別差異，歸

感，並且對

求的戒菸議

知覺效能感

菸危害者，

群體，與使

感。(三)就威

意其他人對

影響並不顯著

在戒菸議題

論 一 

身體產生病

吸菸將導

息所引發的

害防制法實

感較高。一

年輕學生則

感訊息並沒

效的戒菸方

效能感訊息

於不知如何

台灣，每年

府的要務之

菸社會行銷

的關鍵。本

威脅嚴重性

其次，在標

非尼古丁藥

闡明標的群

歸納出年長

對兩類標的

議題設計之

感影響。 

，其所產生

使用尼古丁

威脅訊息的

對其吸菸之

著。 

題的社會行



      專

銷訊息

體，如

戒菸者儘

常深感

敗機率

作，未

成功之

 

專 論 一 

內容設計方

：強調各種

儘管對各類

不足，因而

大增。因此

來的戒菸議

比例獲致大

方面， 常

種有關吸菸

類威脅訊息

而在找不到

此，本研究

議題社會行

大幅提昇。 

~ 

常見者率皆以

菸導致身體病

息產生恐懼感

到一個真正能

究建議，從恐

行銷設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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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試圖引起

病變的圖文

感，但是在

能夠有效戒

恐懼訴求角

應致力增加

起吸菸者恐懼

文及各類禁菸

在戒菸方法的

戒菸的方法限

角度探討戒菸

加效能感資訊

懼感的威脅

菸標誌與警

的知覺效能

限制下，造

菸社會行銷

訊的提供，

脅訊息為主

警語，致使

能感訊息卻

造成戒菸失

銷設計的運

俾使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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